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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赋矿岩系岩石类型的多样性论羊拉铜矿的成因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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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 成都  

摘  要  通过野外调查和室内工作 将羊拉铜矿床按矿石的矿物成分和组构分出 种类型 包括矽卡岩型 !大理

岩型 !砂板岩型 !角岩型 !凝灰质流纹岩型 !玄武岩 辉绿岩型 !花岗质碎裂岩 花岗斑岩型 !安山岩型和绢英岩型 ∀矽

卡岩型矿石是构成矿体的最主要矿石类型 但在不同矿段可由碳酸盐岩 里农 和凝灰质火山岩 贝吾 两种原岩形

成 ∀矿体在赋矿岩系中有 种产出形态 顺层呈层状 似层状 沿花岗岩与沉积岩接触面呈透镜状 贯穿岩体和沉积

岩呈大脉状 ∀它们均与后期构造密切相关 矿体无确定的顶 !底板岩石 围岩蚀变以矿体为中心呈环带状分布 ∀研

究表明 矿床相对赋矿岩系显示出明显的后成性 属于印支期花岗岩 花岗斑岩与古生代混杂岩通过强烈的接触交代

作用形成的矽卡岩型铜矿床 ∀

关键词  地质学  金沙江缝合带  赋矿岩系  矽卡岩  铜矿床  羊拉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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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拉铜床矿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金沙江缝合带

中 ∀三叠纪金沙江洋盆俯冲消亡 在强烈的陆 陆对

接碰撞过程中 在中咱地块西侧形成了由不同时代 !

不同岩性岩块堆积而成的混杂蛇绿岩带 ∀印支期花

岗岩浆大规模侵入造成了混杂岩带成矿物质的活化

富集 羊拉矿床就产出在这样一个印支期花岗岩广

泛分布的非史密斯构造单元中 ∀羊拉铜矿最早于

年由云南地勘局十八地质队在茂顶 羊拉开展

路线填图和矿产普查时被发现 ∀ 年四川地勘局

区测三队在开展 Β 万得荣幅填图时 对里农矿段

进行了踏勘评价 指出羊拉一带找铜很有前景 ∀

年后 除了云南地勘局三大队在羊拉一带开展

普查找矿外 中国地质大学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等多家单位也先后对羊拉铜矿

开展了科研和评价工作 一致认为羊拉铜矿具有大

型矿床规模 在区域上找矿潜力很大 但对于矿床的

成因存在较大分歧 ∀战明国等 从成矿地质背

景和控矿条件出发提出了复合成因观点 认为羊拉

矿床由三种类型矿化叠加而成 包括华力西期喷流

热水沉积型 !印支期接触交代型及燕山期 喜马拉雅

期破碎带网脉型 ∀路远发等 从

矿物流体包裹体 !矿床元素地球化学及碳 !氧同位素

角度论证了层状矽卡岩矿体属喷流沉积成因 ∀潘家

永等 通过矿床稀土元素地球化学和硅

质岩成因的研究 指出海底喷流热水沉积作用在羊

拉矿床的形成中起了主导作用 ∀然而 云南地勘局

第三地质大队在多年的矿区勘查中发现该矿床具有

斑岩 矽卡岩型矿化的特点 Ο ∀不同的观点反映了不

同研究者对区域成矿背景和成矿作用的不同理解 ∀

由于该矿床是金沙江缝合带上迄今所发现的最大铜

矿床 其成因类型的确定直接关系到今后三江地区

的铜矿找矿方向 因而对其开展深入研究十分必要 ∀

本文在大量野外地质调查和室内研究的基础上 主

要从赋矿岩系和矿床地球化学角度 对羊拉铜矿的

成矿环境 !矿化特征及成矿机理进行了探讨 对该矿

床的成因提出佐证 ∀

 成矿构造背景与金沙江缝合带演化

羊拉铜矿床位于云南西北端 紧邻金沙江西侧

所处大地构造位置笼统称之为金沙江缝合带 ∀缝合

带东侧为中咱地块 西侧为昌都陆块 三者均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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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而复杂的地质演化历史 图 ∀

中咱地块为一狭长梭状断块 与金沙江缝合带

以里甫 日雨断裂带为界 ∀断块内广泛分布前寒武

系及古生界地层 ∀其前寒武系基底是在古生代从扬

子地块上分离出来的 刘增乾等 ∀中咱地块

内沉积岩系变化大 火山活动强烈 反应了地块产出

环境的不稳定性 ∀

昌都 思茅陆块的沉积作用和构造活动也较复

杂 从东到西可进一步划分出 个次级构造单元 即

江达 维西古生代陆缘弧 察雅 江城中生代拗陷及杂

多 景洪古生代火山弧 刘增乾等 ∀紧靠金沙

江缝合带的江达 维西火山弧中出露地层复杂 从前

图  羊拉铜矿床区域构造环境图

左下角索引图代表/ 三江0中北段构造格架 ) 扬子地块 ) 甘孜 理塘缝合带 ) 义敦岛弧带 ) 中咱微地块 ∏ ) 金沙江缝合带

√ ) 江达维西岛弧带 ) 昌都地块 ¬ ) 澜沧江缝合带 ) 察隅地块 ) 妥坝 盐井岛弧带 ) 怒江缝合带 ∀ ) 缝合带

) 火山沉积盆地 ) 断层 ) 研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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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武系至上三叠统均有发育 特别是火山岩在各时

代地层中分布很广 ∀

处于两个陆 地 块之间的金沙江缝合带 地层 !

岩石的挤压 !破碎十分强烈 冲断推覆和剪切走滑构

造广泛发育 ∀各类岩浆岩 !碳酸盐岩 !砂板岩 !硅质

岩的混杂堆积到处可见 岩块的时代包括了前寒武

系至二叠系 ∀虽然组成蛇绿岩套的各类岩石分布很

广 但在一定范围内极难见到完整的蛇绿岩套剖面 ∀

准洋脊 洋脊玄武岩在带内广泛分布 刘增乾等

王立全等 表明该带在地质历史上曾是

汪洋大海 ∀羊拉铜矿就形成于一个蛇绿混杂岩和洋

脊玄武岩广泛分布的环境中 ∀

近年王立全等 在金沙江缝合带的硅质岩

中发现了晚泥盆世 早二叠世的放射虫 ∀战明国等

在羊拉矿区拉斑玄武岩中测得锆石 ° 年

龄为 ? 这表明金沙江洋盆在早石

炭世已经形成 但早在晚泥盆世 沿中咱地块西侧的

断裂带已构成拉张背景 并具备了洋盆的雏型 ∀早

二叠世是金沙江洋盆扩张的鼎盛时期 洋盆宽度达

数百公里 莫宣学等 ∀随着地壳裂开强度增

大 在海盆最深部位形成了由早石炭世 早二叠世型

放射虫硅质岩 !粉砂质页岩组成的硅泥质复理石建

造 它们与广泛分布于中咱地块西侧的具枕状构造

的洋脊 准洋脊拉斑玄武岩和嘎金雪山 !贡卡 !吉义

独等地的镁铁 超镁铁岩共同组成洋盆蛇绿岩 莫宣

学等 ∀

早二叠世晚期 金沙江洋盆向西面的昌都 兰坪

陆块之下俯冲 ∀伴随着俯冲消减 在洋盆西侧分别

形成了朱巴龙 羊拉 东竹林洋内弧及西渠河 雪压央

口 工农弧后盆地 ∀两者的沉积建造类似 主要由茅

口期基性 !中基性火山熔岩 !硅质岩 !复理石砂板岩

的旋回层组成 不同之处是在洋内弧中发育岛弧钙

碱性系列的石英拉斑玄武岩 而在弧后盆地中主要

为低 × 拉斑玄武岩 ∀在昌都 兰坪陆块之上形成

了江达 维西陆缘火山弧 并在其中形成了与火山活

动有关的南仁 南佑多金属矿床 点 ∀

进入三叠纪 由于弧 陆碰撞 金沙江弧 盆系与

两侧的昌都 兰坪陆块和中咱地块的构造沉积环境

均发生了剧烈变化 ∀金沙江洋盆消减闭合后转入残

留洋盆的演化阶段 ∀作为洋内弧的延续 在书松 通

友一带出现碰撞岛弧型中酸性火山岩及浅成侵入岩

∗ 莫宣学 王立全等 ∀位

于金沙江残留海盆西侧的昌都 兰坪陆块则由弧后

盆地向前陆盆地演化 东侧的中咱地块于二叠纪末

抬升成陆 ∀

中三叠世晚期 金沙江残留海盆消亡 发生陆

陆对接碰撞形成造山带 ∀特别是进入晚三叠世后

全区进一步遭受强烈的挤压碰撞 导致深部壳 幔

源物质熔融 发生大规模的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 其

侵入范围不仅波及整个金沙江弧 盆系 而且也涉及

到中咱地块及江达 维西陆缘弧 ∀这期岩浆活动对

活化蛇绿混杂岩中的成矿物质及形成羊拉铜矿起到

了重要作用 ∀另外 在江达 维西陆缘火山弧东侧

其构造环境由挤压转为拉张 在原火山弧的基础上

形成上叠火山裂谷盆地 发育了一套巨厚的双峰式

火山岩 ∀火山活动导致海底喷流热液系统的产生

在裂谷盆地的次级洼地中形成了鲁春火山喷流 沉

积矿床 王立金等 ∀

晚三叠世后 金沙江缝合带进入全面碰撞造山

阶段 ∀特别是新生代后 大规模的走滑和冲断推覆

及拉伸作用 造成地表及岩石圈规模的分层拆离和

滑脱 在中咱地块与金沙江缝合带之间的推覆 滑脱

构造中形成了拖顶式铜多金属矿床 张继荣 ∀

 赋矿岩系层序及岩石类型

2 1  赋矿岩系层序

羊拉铜矿赋矿岩系笼统称之为嘎金雪山群 图

它是由四川地勘局区调三队在 年开展 Β

万得荣幅填图时命名的 分布在东侧基本以里甫 日

雨断裂为界 西侧以羊拉断裂为界的范围内 ∀根据

岩性组合特征将其划分为上 !下两个亚群 ∀上亚群

为一套碎屑岩 !灰岩 !硅质岩 !火山岩组成的不等厚

火山 沉积岩系 ∀火山岩以基性岩为主 有大小不等

的/ 外来体0分布 下亚群以变质石英砂岩为主 相变

不大 但变质程度普遍较深 混合岩化发育 ∀

年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和云南三大队经过

工作认为 嘎金雪山群实际上是经构造变形和变质

作用改造之后形成的一个构造地层单元 并将它改

称为嘎金雪山岩群 何龙清等 其中逆冲推覆

构造普遍可见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也对它进行了

研究 并认为嘎金雪山群是由不同岩性 !不同时代 !

不同规模的构造岩片混杂叠置形成的非史密斯单元

王立全等 ∀

本次工作进一步发现嘎金雪山群具有典型的混

杂堆积特点 包含的地层时代跨度大 !岩性复杂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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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一定范围内很难构成有相互叠置关系的沉积层

序 ∀对嘎金雪山上 !下两亚群的对比发现 两者在岩

性 !变质程度等方面有较大差异 ∀下亚群以石英岩 !

白云母石英片岩 !斜长角闪片岩 !二云母石英片岩等

为主 沿片理混合岩化十分发育 厚度大于 ∀

从岩性 !变质程度及所处的构造位置看 它们可以和

金沙江缝合带中部的元古界石鼓群 !苍山群对比 因

此将它们推定为元古界地块的残留体较为合理 ∀目

前除了与晚期基性岩脉和构造侵位的蚀变超基性岩

有关的 ≤∏! 矿化外 还未发现下亚群中有羊拉式

铜矿床 ∀

嘎金雪山群上亚群是羊拉铜矿的重要赋矿岩

系 年云南地矿局三大队在开展找矿普查时 按

时代由新到老将其划分为 ! ! ! ! 个岩性段 ∀

段以变质绢云母石英砂岩 !含炭质黑云母石英片岩 !

变粒岩及中基性火山岩 !硅质岩组合为特征 段以

深灰色绢云母石英板岩 !浅灰色至灰色中厚层变质

石英砂岩夹灰绿色基性岩 !凝灰质砂板岩 !大理岩为

特征 段中主要为中 厚层细晶大理岩 灰白色条带

状细晶大理岩 其中也有凝灰质砂板岩 !变质砂岩

段以厚层块状变质石英砂岩为主 夹白色大理岩透

镜体 段主体为灰绿色致密块状玄武岩 !蚀变杏仁

状玄武岩 中下部夹大理岩 !凝灰质绢云母板岩 ∀

嘎金雪山群上亚群现在的构造层序是 段玄武

岩被逆冲推覆在 ! 段之上 ! 段又被逆冲推覆到

! 段之上 图 ∀在 段玄武岩中获得的锆石

° 年龄为 ? 战明国 相当于

早石炭世 ∀在 ! 段角闪安山岩中分别获得角闪石

年龄 ? 和 ? 王立全

! 段硅质岩的 ≥ 同位素等时线年龄为

? 潘家永等 ∀这表明嘎金雪山群

上亚群至少包含了两个时代的火山碎屑沉积物 ∀它

们后来不仅受到构造活动的强烈错动 !肢解 同时也

遭受了大规模岩浆的侵入 是一组构造岩片的堆积

体 ∀

值得注意的是 嘎金雪山群实际上也是较典型

的蛇绿混杂堆积体 虽然目前还未发现有序的蛇绿

岩套剖面 但其岩石类型是较全的 包括 ≠ 在下亚

群中广泛分布的构造侵位超基性岩 岩石类型有纯

橄榄岩 !斜辉橄榄岩 !斜辉辉橄岩 !辉石岩等 绝大部

分已蛇纹石化 ∀岩体与围岩均为断层接触 无明显

的围岩蚀变 岩体也无冷凝边 拉斑玄武岩不仅构

成上亚群 段的主体 同时在 ! 段中也成层广泛分

布 ≈ 层状辉长岩在 ! 段中成层分布 在其附近普

遍发育辉绿 玢 岩 …硅质岩在 ! 段中呈层状或

透镜状产出 ∀这些岩石组合特征说明羊拉铜矿处在

一个蛇绿混杂岩广泛分布的 !由不同时代构造岩片

构成的俯冲构造带中 ∀

2 2  赋矿岩系的岩石类型及特征

玄武岩 分布于 段和 ! 段中 但两者有一定

图  羊拉铜矿区赋矿岩系 嘎金雪山群上亚群 推覆叠置关系剖面示意图

) 大理岩 ) 砂板岩 ) 泥质板岩 ) 变石英砂岩 ) 玄武岩 ) 凝灰质流纹岩 ) 辉绿辉长岩 ) 花岗闪长岩 ) 铜矿体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矿   床   地   质                   年  

 
 

 

 
 

 
 

 



的差异 ∀ 段的玄武岩以深灰绿色厚层块状为主 局

部具杏仁状构造 斑状结构 斑晶以自形培长石

为主 偶见橄榄石和辉石 ∀基质为间隐结构

自形板条状培长石沿一定方向交错分布 其间充填

有辉石 !磁铁矿等铁镁矿物 ∀辉石含量约占 ∗

培长石 ∗ 岩石普遍遭受绿泥石化 ∀

! 段的玄武岩一般以中薄层 夹于碳酸盐岩

及砂板岩中 斑状结构不明显 很少见杏仁状构造 ∀

基质中的自形板条状培长石辉绿结构特征更明显

辉石约占 培长石约 ∀两类玄武岩中蚀变

矿化相似 为透辉石化 !次闪石化与黄铁矿 !黄铜矿

等硫化物叠加 ∀

流纹英安岩 基本上只出现于 ! 段 显示沉积

微层理 具斑状结构 块状构造 ∀斑晶由石英 !钾长

石组成 有时见黑云母斑晶 ∀石英斑晶熔蚀明显 基

质由微晶长英质组成 有时可见流纹构造 ∀可能受

后期岩浆流体的影响 部分基质已明显发生脱玻化

作用 ∀岩石普遍发生碳酸盐化和绢云母化 ∀流纹英

安岩的显著矿化标志是其中分布有网脉状黄铁矿和

黄铜矿 ∀

角闪安山岩 也分布于 ! 段 斑状结构 块状

构造 斑晶为角闪石 含量约 具暗化边 ∀基质

由自形针状及板条状斜长石组成 有时呈现玻晶交

织结构 ∀

砂板岩 主要分布在 ! 段 有时见于 段 层状

构造明显 有时显凝灰流动构造 说明含一定的火山

物质 ∀岩石普遍遭受较强的绢云母化 有时构成微

晶绢云母岩 但其中仍可见不均匀分布的微细粒石

英 ∀

辉长岩 主要分布在 ! 段 灰黑色 深灰色 块

状 层状构造 普通辉石 斜长石的含量在 左

右 有时含 ∗ 的石英 磁铁矿 ∗ ∀岩

石具粗 中粒半自形等粒结构 辉石和斜长石含量基

本相近 普通辉石普遍具角闪石化 保留辉石假象 ∀

矿化辉长岩以叠加有透辉石化和黄铜矿 !黄铁矿等

硫化物为特征 ∀

辉绿玢岩 常与辉长岩伴生 灰黑色 具斑状结

构 块状构造 ∀斜长石和普通辉石含量相等 两者呈

微晶 细晶结构 斜长石比辉石自形程度好 在斜长

石交叉空隙中辉石呈半自形 他形颗粒充填 构成岩

石的辉绿结构 ∀岩石中绿泥石化 !碳酸盐化十分发

育 辉石普遍蚀变为角闪石 ∀矿化辉绿玢岩以透辉

石化 !次闪石化及黄铁矿 !黄铜矿化为特征 ∀

硅质岩 分布于 ! 层中 呈层状 !似层状 !透镜

状产出 厚度一般不大于 ∀灰白色 致密块状 有

时显层纹状构造 ∀石英颗粒一般小于 Λ 有时

含少量绢云母和炭质 偶见黄铁矿 极少构成矿石 ∀

硅质岩的 ≥ 等时线年龄为 ? 潘家永

等 说明硅质岩形成于二叠纪中晚期 和嘎金

雪山群中的安山岩形成时间基本一致 ∀

此外 在羊拉矿区大面积分布的还有花岗闪长

岩 花岗岩类 ∀它们约占矿区面积的 ∀根据岩

性及相变关系 这些岩体是岩浆多次活动形成的杂

岩体 魏君奇等 它们侵入嘎金雪山群中 岩

体和嘎金雪山群接触部位均具有不同程度的角岩化

和矽卡岩化 ∀岩体总体呈串珠状沿金沙江南北向分

布 岩石化学上属钙碱性系列 ∀ ≥ 等时线年龄为

? ∗ ? ≥ ≥

为 ∗ 魏君奇等 反映了矿区内

花岗岩是金沙江缝合带在三叠纪晚期陆 陆碰撞作

用的产物 ∀

 赋矿岩系的矿化特征

3 1  矿石类型

在羊拉矿区中几乎各类岩石均能构成矿石 成

矿作用相对赋矿岩系毫无例外地具有后成性 即矿

化是在矿区各类岩石形成后叠加上去的 ∀目前 在

羊拉矿区可划分出如下 类矿石

透辉石 石榴石矽卡岩型矿石 是矿区最主

要的矿石类型 主要分布在里农矿段 构成层状 !似

层状矽卡岩主矿体 号矿体 ∀另外在路农 !贝吾 !

江边矿段花岗闪长岩体接触带上也有发育 图 ∀

有时透辉石含量很低 矿石变为石榴石矽卡岩型 ∀

矽卡岩作为矿石矿物黄铜矿 !黄铁矿等的载体 是成

矿作用的基础 ∀它们是嘎金雪山群中不纯质灰岩与

后来侵入的花岗闪长岩 !花岗闪长斑岩发生接触交

代反应形成的 其产物主要是石榴石 !透辉石 ∀矽卡

岩与围岩的接触关系清楚 纯透辉石 石榴石矽卡岩

发育部位 普遍是围岩构造裂隙发育的破碎带 ∀矽

卡岩常含有灰岩内透镜体 ∀矽卡岩可呈团块发育在

变质砂板岩 !碳酸盐岩 !流纹岩中 或者呈脉状 似脉

状产出 这些特点明显反映了矽卡岩的后成性 ∀但

矽卡岩的成矿作用又普遍发生在后期的酸性热液活

动阶段 首先是磁铁矿及少量黄铁矿 黄铜矿 的形

成 其后才是大量石英 !阳起石 透闪石类 !黄铜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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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羊拉铜矿区地质图

ƒ  ≠

黄铁矿在透辉石 !石榴石晶隙中充填 ∀

大理岩型矿石 透辉石 !次闪石 !石英 !黄

铜矿等硫化物呈不规则团块状或细脉状分布于大理

岩中 大理岩比较纯净 基本全由方解石组成 这是

和构成矽卡岩的碳酸盐岩的重要区别 ∀

砂板岩型矿石 在羊拉矿区分布最广 在

变质石英砂板岩中 透辉石 !次闪石 !次生石英及黄

铜矿等硫化物大部分呈微细粒面型分布 ∀

角岩型 角岩型矿石的主要特点是它们主

要分布于矿区花岗岩体附近 受岩浆侵入时的热影

响 砂板岩变成角岩 其后又受到含矿热液的改造

发生透辉石化 !阳起石化及黄铜矿等硫化物化 ∀金

属矿物在角岩中分布不均 多呈细脉状分布 ∀

∏ 凝灰质流纹岩型矿石 原岩中的火山凝灰

物质在成岩后受热液影响普遍发生绢云母化 而成

矿作用往往叠加在绢云母化之上 ∀透辉石 !次生石

英 !阳起石 !黄铜矿等硫化物呈斑点状不均匀的分布

其中 ∀

√ 玄武岩 辉绿岩型矿石 原来玄武岩中的辉

石大部分已绿泥石化和次闪石化 后期透辉石呈细

粒集合体分布其中 硫化物呈浸染状 !似脉状分布 ∀

另外在玄武岩型矿石中 由于辉石普遍蚀变 产生的

钛铁矿和磁铁矿可达 ∗ ∀

辉绿岩型矿石多以脉状产出 原岩中的斜长石

基本上已粘土化 普通辉石绝大部分已绿泥石化及

次闪石化 后期叠加的透辉石呈细粒他形集合体或

呈脉状分布 黄铜矿等硫化物呈浸染状或不规则集

合体分布 有时也呈细脉状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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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质碎裂岩 花岗斑岩型矿石 它们构成

内矽卡岩 即岩体边部在强烈的含矿热液作用下长

石基本消失 被新生矿物透辉石 !次闪石 !次生石英

及黄铜矿等硫化物取而代之 ∀岩石破碎较强 蚀变

强烈 其中的石英在矿石中可达到 透辉石 !次

闪石及硫化物在矿石中呈斑点状不均匀分布 ∀

¬ 安山岩型矿石 发育在构造破碎带中 角

砾主要由安山岩组成 ∀构造活动发生在成矿作用之

前 含矿热液沿构造破碎带侵入 矿质以胶结物形式

沉积在角砾之间 ∀

绢英岩型矿石 主要出现在矿区花岗闪长

岩及花岗斑岩裂隙中 为成矿作用晚期的产物 ∀矿

石中 以上由石英组成 黄铜矿等硫化物呈脉状

分布于半自形的石英颗粒间 ∀其他矿物主要是绢云

母 偶见半自形钠长石 ∀

3 2  不同类型矿石对矿床的贡献

羊拉矿区中的矿体是赋矿岩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它们和围岩既有密切的联系 同时又有显著差

异 矿体产状主要有 种 图 ≠ 花岗闪长岩 花岗

斑岩体外接触带的层状 !似层状矿体 花岗闪长岩

花岗斑岩体内接触带或岩体与沉积岩接触面附近

的环状 !弧形脉状矿体 ≈ 呈脉体分布于岩体与沉积

岩系之间的贯通式裂隙中 呈密集的大脉状产出的

矿体 ∀现以几个主要矿体为例说明不同类型矿石在

矿床中的构成情况 ∀

× 矿体 是羊拉矿区最主要的矿体 分布于里

农矿段 ! 段沉积岩的层间裂隙中 呈层状 似层状

产出 有分枝 !复合现象 ∀矿体顶板为大理岩 底板

为变质石英砂岩 矿体长 厚 ∗

矿体与围岩的关系清楚 ∀构成矿体的矿石类型有

矽卡岩型 !变质石英砂岩 砂板岩型 !蚀变辉长 辉绿

岩型 ∀

× 矿体 分布于里农矿段 ! 段沉积岩中 呈

似层状顺层产出 ∀矿体顶板为石英岩 !石英砂岩 底

板为大理岩 矿体与围岩关系清楚 控制矿体长

厚 ∗ ∀围岩中热液蚀变明显 ∀组成

矿体的矿石类型有 矽卡岩型 !变质砂板岩型 !大理

岩型 ∀

× 矿体 矿区主矿体之一 沿里农矿段花岗岩

与 ! 段大理岩 !砂板岩之间的构造裂隙带产出 形

态呈大脉状 ∀矿体顶板为绢云母石英砂岩 !含炭质

黑云石英片岩 !花岗闪长岩 底板岩石为二长花岗

岩 ∀矿体与围岩关系清楚 矿体长 厚

∗ 近矿围岩也有蚀变 ∀构成矿体的矿石有

碎裂状二长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 型 !构造角砾岩型 !

变质石英砂岩 砂板岩型 ∀

× 矿体 位于 × 矿体之上 它们平行产出

相距 ∗ 受 ∞向构造裂隙带的控制 ∀矿体

顶 !底板均为花岗闪长岩和变质绢云石英砂岩 ∀矿

体由硫化物 石英脉型 !花岗闪长岩型 !构造角砾岩

型等矿石组成 ∀矿体长 厚 ∗ ∀

× 矿体 产于江边矿段 沿江边 里农复式中

酸性岩体北 !东侧接触带呈半环状产出 矿体顶板为

大理岩 !变质石英砂岩 底板为花岗岩 !变质石英砂

岩 ∀矿体与围岩关系清楚 长 厚 ∗

围岩蚀变明显 ∀矿体由矽卡岩型 !花岗岩

型 !变质石英砂岩型等矿石组成 矿体厚度变化大

产状不稳定 常有分枝复合现象 ∀

× 矿体 沿江边花岗岩体外接触带呈似层状

产出 顶板为大理岩 底板为闪长玢岩 !变石英砂岩 ∀

矿体与围岩关系清楚 长 厚 ∗

产状变化大 ∀矿体由矽卡岩型 !构造角砾岩型等矿

石组成 ∀

 矿石化学

羊拉铜矿产于由构造岩片堆积而成的混杂岩带

中 嘎金雪山群 这使得赋矿岩系的对比变得十分

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矿石的化学成分可以发挥更

好的作用 因为不同的化学元素在矿床蚀变矿化过

程中具有不同的地球化学行为 借助它们的活动性

组分 如大离子不相容元素 ∞ 可以示踪岩石蚀

变矿化过程中的演变关系 同时它们的惰性组分 如

高场强元素 ƒ≥∞和重稀土元素 ∞∞ 可以为辨

认原岩类型提供依据 ∀将岩相学观察结果与矿石化

学成分分析相结合可以有效地弥补由于层位混乱

混杂堆积 所带来的缺陷 从而使我们对羊拉矿区

赋矿岩系和成矿过程的认识得以深化 ∀

羊拉铜矿不同类型矿石的成矿元素和微量元

素 !稀土元素分析结果列于表 ∀从这些分析结果发

现 本矿区不同类型矿石与原岩之间存在不对等性

即同一类型的矿石可以由多种原岩形成 反过来 同

一种原岩也可以形成不同类型的矿石 ∀这种关系在

不同类型矿石的原始地幔标准化微量元素分配曲线

及对应的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元素分配曲线上清

楚地显现出来 图 ∀在图中尽管矿区中矿石类型

 第 卷  第 期          曲晓明等 从赋矿岩系岩石类型的多样性论羊拉铜矿的成因             

 
 

 

 
 

 
 

 



表 1  羊拉铜矿区赋矿岩系不同类型矿石的成矿元素 !微量元素及稀土元素分析结果( ωΒ/ 10
− 6)

Ταβλε 1  Χοντεντσ οφ ορε−φορμινγ ελεμεντσ, τραχε ελεμεντσ ανδ ραρε εαρτη ελεμεντσιν διφφερεντ ορετψπεσ οφ

τηε Ψανγλα δεποσιτ( ωΒ/ 10
− 6)

透辉石 石榴石矽卡岩型 砂板岩型 玄武岩 辉绿岩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3

 注 3 单位为 ∀样品分析在中国核工业地质分析研究中心完成 所用仪器是 ∞ ∞ ∞ × 型 ≤° ≥ 分析精度 ≥⁄ 小于 ∀

多样 但每种矿石类型自身分配曲线形态却是相当

一致的 反映了原岩类型起着控制作用 用这些分配

曲线示踪原岩是有效的 ∀另外 笔者还发现 一方

面 同一种矿石类型在不同矿段可以有截然不同的

分配曲线 如矽卡岩型矿石 贝吾矿段的样品比里农

矿段样品的稀土元素和高场强元素的含量明显增高

图 说明构成羊拉铜矿主体的矽卡岩型矿石

在不同矿段 其原岩类型是不同的 另一方面 不同

类型矿石的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分配曲线可以是相

似的 如凝灰质流纹岩型 !绢英岩型 !角岩型 !砂板岩

型矿石 图 说明它们在原岩物质组成上

是有关联的 即凝灰质流纹岩型与砂板岩型体现了

火山 沉积岩系的互层关系 而角岩型和绢英岩型则

反映了这些原岩在变质方式和强度上的差异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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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Χοντ . Ταβ .1

石榴石矽卡岩型 凝灰质流纹岩型

∏
角岩型 花岗质碎裂岩型 大理岩型 绢英岩型 安山岩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3

 ! ! ! !∏ !√ ! !¬ ! 与文中矿石类型相对应 ∀

侵入岩型矿石的两个端员组分 花岗质碎裂岩型矿

石与基性岩型 玄武岩 辉绿岩型 矿石的分配曲线

既有相似性又有系统差异 图 ∀相似性表现

在 !° 共同富集 !× !× 共同亏损 轻 !重稀

土分馏比较明显 反映了岛弧造山带岩浆作用的共

有特点 ∀其差异性表现为 与基性岩相比 花岗质碎

裂岩的 × ! !× !° 富集 × 及中 !重稀土更加亏

损 ≥ !∞∏出现负异常 ∀这些变化特点符合岩浆岩

分异演化的一般规律 起码说明角闪石和斜长石在

花岗岩形成过程中发生过明显的分离结晶 ∀

 矿床成因

羊拉铜矿矿体的形成相对其赋矿岩系具有明显

的后成性 ∀作为矿区主要矿体的层状 似层状矿体

× ! × 虽然产状和围岩一致 但是它们发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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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羊拉铜矿区不同类型矿石微量元素蛛网图及对应的稀土元素分配曲线

ƒ  × ∏ ≠

                     矿   床   地   质                   年  

 
 

 

 
 

 
 

 



层间张裂隙中 和围岩关系清楚 上 !下盘围岩明显

不一致 矿体相对围岩更加破碎 围岩蚀变从矿体向

外明显减弱 ∀这一切均表明矿体是在赋矿岩系沉积

成岩之后 由于含矿热液沿层间裂隙活动 通过流

体的叠加交代形成的 ∀至于 × ! × ! × ! × 等

脉状矿体 矿化相对赋矿岩系的后成性更是不言而

喻 ∀在所有矿体中 矿石类型都不是单一的 每个矿

体至少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矿石类型组成 它们与

围岩既有相似性 也有差异性 ∀各矿体中广泛出现

的角砾岩型矿石 角砾成分复杂 胶结物由成矿物质

组成 显然 这些现象只有在晚于赋矿岩系的后成矿

化中才能见到 ∀矽卡岩型矿石是羊拉矿区组成矿体

的最主要矿石类型 由这类矿石组成的矿体附近普

遍存在碳酸盐岩和中酸性侵入体 ∀矿区范围内最富

的矿体也是由矽卡岩和花岗质碎裂岩组成的 表

符合接触交代矿床的岩石组合特征 ∀单就矽卡岩型

矿体而言 里农矿段的原岩是碳酸盐岩 贝吾矿段则

生成于火山碎屑岩的接触变质带 ∀矿体顶 !底板没

有固定的岩性层位 既可以是碳酸盐岩 !变质石英砂

岩 砂板岩 也可以是花岗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类 显

然这和海底喷流沉积矿床中矿体均有相当稳定的

顶 !底板岩石是截然不同的 ∀

以上所论符合后生成矿特点 即成矿作用发生

在赋矿岩系沉积 成岩 变质作用之后 而与海底喷流

沉积型矿床的成矿特点明显不同 ∀

 结  论

羊拉铜矿床产于金沙江缝合带中 三叠纪

金沙江洋盆俯冲消亡 在陆 陆碰撞过程中原始海沟

强烈挤压 !隆升 并残留了由不同时代 !不同岩块组

成的混杂岩 形成混杂堆积 ∀它们之中蕴藏了丰富

的成矿物质 印支期岩浆侵入及热液活动使成矿物

质活化并富集成矿 ∀

矿床中矿石类型复杂 矿区内出露的岩石

单元几乎都被矿化 矿石具有明显的后期含矿热液

叠加 !改造的特征 ∀同一矿石类型 矽卡岩型 在不

同矿段可以由不同的原岩 碳酸盐岩和火山碎屑岩

形成 ∀反过来 同一原岩 凝灰质砂板岩 也可以形

成不同的矿石类型 如角岩型 !绢英岩型 ∀

赋矿岩系中矿体产出形式多样 主矿体呈

层状 似层状 与上 !下盘围岩关系清楚 脉状矿体穿

切矿区中各类沉积变质岩 ∀矿体的上 !下盘围岩没

有固定层位 从矿体向外 围岩热液蚀变由强到弱

同一矿体中往往包括多种矿石类型 这些矿化特征

与海底喷流 沉积形成的 ∂ ≥ 型矿床是明显不同

的 ∀羊拉铜矿床表现出广泛的后生成矿形迹更多地

说明它是一个与接触交代有关的斑岩 矽卡岩型矿

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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